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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五院一家

每個大家庭裡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六月的第一天，玉里慈院配合花蓮縣消防局進行聯合演

習，努力營造安全的就醫環境。病房模擬失火，連銀髮

族福氣站的老人家都配合逼真演出‥‥‥

◆ 六月十三日的台北慈院彷如「娃娃國」，充滿了新生的

喜悅‥‥‥而在十八日這一天，腎臟保健宣導也在大安

森林公園熱鬧展開‥‥‥…

◆ 大林慈院在正月裡插下的秧苗，至今已成一整片黃澄澄

的稻田，結穗飽滿低垂，且看醫護行政同仁們如何努力

收割‥‥‥…

◆ 醫師提醒，車子要定期保養才能上路，人也一樣。透過

花蓮慈院健檢，才知道無病無痛的身體裡，悄悄長了顆

大瘤‥‥‥還有一位八十五歲的阿嬤師姊，在病房裡大

唱慈濟版的「愛拼才會贏」‥‥‥

 慈濟醫療誌



＞＞ 心的軌跡
 

玉里
與消防局聯合演習

共同營造安全環境

六月一日

六月一日上午，玉里慈濟醫院進行例

行性消防自衛編組演習，並配合花蓮縣

消防局進行聯合演習，共同努力營造安

全的就醫環境；除了在第一階段進行院

內的初期滅火、避難引導等自衛編組演

習，第二階段戶外救災的部分，則是在

消防隊的主導下，由玉溪分隊出動水箱

車、水庫車、雲梯車來進行高空救援作

業，現場還有卓溪鄉托兒所、安德啟智

中心學員……等團體到場觀摩，整個演習

在現場所有與會夥伴們的彼此感恩聲中

結束。

積極演習　遇火則不亂

自今年一月份開始，花蓮縣消防局積

極鼓勵轄區各大型機關團體進行消防自

衛編組與演練，希望可以減少火災帶來

的不必要傷害。而管轄花蓮南區的救災

救護第二大隊，除了積極宣導外，更主

動與玉里鎮內建築物高度名列第二的玉

里慈濟醫院聯繫，希望能由玉里慈院每

半年固定的消防演習，擴大為院內自衛

消防編組與警義消聯合演習。

經過雙方多次協調，訂於六月一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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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病患的長輩們在聽到疏散的口令後，依序互相扶持離開現場。（攝影／消防局吳伯村）



行消防演習，並分為室內初期滅火、避

難引導等自衛編組演習，以及以消防隊

支援為主的戶外救災等兩個階段，同時

消防隊也因應玉里慈院高樓層的地理因

素，加派雲梯車進行高空救援作業與高

空射水壓制火勢。

病房模擬滅火與疏散

消防局也放心

演習中，首先由司儀唐昌澤下達演習

開始的口令，兩位參與演習的病房護士

的潘璿晴與黃薏謙，立即模擬聞到燒焦

味，並自護理站開始搜索，璿晴隨即發

現六零九病房疑因病患違規使用小瓦斯

爐不慎引發火勢，此時立即大聲呼叫薏

謙進行通報，就近按下室內消防栓的警

鈴後，立即拿起最近的滅火器進入病房

滅火，而正在護理站的徐鈺菁與蘇冠秀

也在聽到呼叫後，立即前往六零九病房

疏散病患與家屬，並依序分頭疏散其他

病房內的病患與家屬。

櫃檯也在接獲通報後，按下火災警

鈴，廣播系統立即針對五、六、七樓層

緊急廣播「火災」，全院自衛消防編組

也隨之啟動。此次玉里慈院除了動員院

內同仁，還邀請銀髮族服氣站的長輩們

與志工，一同到醫院扮演住院病患的角

色，或許是演習引發了長輩們的玩興，

其中還有長輩在疏散時候發出驚嚇的叫

聲，把演技發揮的淋漓盡致。

在第一階段告一段落後，張玉麟院

長代表院方向所有參與演習的同仁與夥

伴表達感恩，並呼籲大家要有無常觀，

「居安要思危，不要臨危方思安」，而

花蓮縣消防局救災救護第二大隊副大隊

長呂冠辰特別代表消防局做一個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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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陶霈瑜督導與護士徐鈺菁由

五樓搭乘雲梯車模擬逃生。

（攝影／唐昌澤）

下圖:消防局模擬救災情境，包含

雲梯車共出動五條水線。

（攝影／唐昌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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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對於玉里慈濟醫院自衛消防編組

的用心深表肯定，尤其是今天演習的表

現，讓消防人員看完也放心了。

雲梯車高空射水　

真實演習印象深

緊接著開始第二階段的戶外救災，消

防隊很用心地聯繫轄區警員協助交通管

制、自來水公司與電力公司也都派員支

援，玉溪分隊更是出動警、義消，加上

鳳凰志工等共三十餘人，以及水箱車、

水庫車、雲梯車、救護車等到現場部

署，並在指揮官一聲令下，啟動雲梯車

到五樓進行高空救援作業，同時部署五

條水線交叉射水，進行火勢壓制，場面

因此顯得特別逼真，其中利用雲梯車上

的設備進行射水部分，不但是過去消防

演習未曾實施，更是平常難得一見的，

整場演習最後在觀摩的民眾掌聲中結

束。(文／唐昌澤)

台北
喜洋洋的娃娃國

十七位寶寶同日生

六月十三日

台北慈院嬰兒房昨天有十七位乖寶

寶，一起牽手來報到。大夥兒排排躺

好，合拍「同學會紀念照」。這裡呱

呱，那裡哇哇，滿屋喜洋洋。如此熱

鬧，可是啟業以來頭一遭。醫生、護士

和志工雙手合十，讚頌好福報。

台北慈院自去年五月八日啟業後，短

短不到三個月，誕生了第一百位寶寶；

到了今年三月三十日，第一千位也入

列，創下第一千個紀錄；依此類推，相

當於每個月有一百位小生命在台北慈院

開始呼吸，展開成長旅程。每個小生命

的出生，都是一場感動。不過，婦產科

團隊今天特別興奮！因為，十七個小寶

貝一同來到新世界，當中又有三對是兄

弟雙胞胎，實在是太巧了。

這好消息，一早從五樓婦產科傳了

開來。十七位寶寶同學，再加上早一兩

天呱呱落地的幾位「學長、學姊」，總

共有二十四位，台北慈院彷如「娃娃

國」。小蘿蔔頭們組成「小小娃娃兵

團」，陣仗可壯觀了，照相機的觀景窗

一時容納不下，只得一再調整位置，東

搬一吋，西移一點，這下才好不容易把

大夥兒都兜進了鏡頭畫面裡。

「快快快！趕快進來」寶寶打前鋒，

最後還預留一小空間，準備容納婦產科

醫療團隊。婦產部主任祝春紅、產科主

任李裕祥、護理部主任吳秋鳳、小兒科

醫師、白衣天使群，外加志工阿嬤，

一字排開，加加減減共十九人，像是

壓陣，挺起食指和中指，立起「V」字

型，表示勝利，默契十足。

小娃兒個個紅著一張臉哇嚎不已。

一聽到快門進入倒數就快閃，不約而同

當起了「乖乖牌」，不哭也不鬧。只有

十一號，一路堅持到底，哭完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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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號好可愛，我想抱他拍個

照」、「九號小臉圓嘟嘟，很討喜

咧」、「邊邊那個好有精神」……拍照

任務完成後，可沒那麼容易就此散場。

這一張張娃娃臉，人見人愛，護士姊

姊、志工媽媽或阿嬤，人人捧在手心捨

不得放，一下嘟嘟嘴逗小蘿蔔頭開心，

一下輕碰娃兒小臉蛋哄他開心，一下推

著小嬰兒車四處炫耀……。

每個大人們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愛，

不禁要品頭論足一番，「超人氣天王」

恐將就此產生。可是，比著比著，大家

才赫然發現，原來，這娃兒群各有「粉

絲」，每個都好惹人疼愛呀！（文／陳

世財、圖／許毓麒）

全國愛腎　腎利人生

六月十八日

腎臟疾病已成為國人十大死因之第八

位，嚴重影響國人的健康，耗用龐大的

醫療資源。因此國民健康局將腎臟保健

列為重要的宣導。而為了加強腎臟保健

之宣導工作，國民健康局訂定六月為腎

臟保健宣導月，並邀請各相關醫療院所

及衛生機關配合辦理宣導活動。

今天於全省四區同步舉辦「618全國

愛腎護腎、腎利人生」活動，北區於大

安森林公園舉行，慈濟醫院台北分院腎

臟內科在受邀的行列之中，配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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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思群主任與郭克林醫師，率同十二

位護理人員參加園遊會的活動。

血液透析室黃瑞玲護理長表示，得知

受邀參加「618全國愛腎護腎、腎利人

生」園遊會的活動，洪主任召集護理人

員們，隨即策劃「珍愛人生守護腎」問

卷表、文宣、結緣贈品等等，並且以整

齊的團隊出發，護理人員皆穿上灰色志

工服。

郭克林醫師在園遊會接受大愛電視台

訪問，郭醫師表示，感恩台北慈院啟用

一年多，就受到醫界的肯定，邀約我們

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此次園遊會以趣味性活動，引導民眾

們對腎臟疾病的認知。患有高血壓、高

血脂、心臟病、高血糖等疾病者皆為腎

臟病防治之重點對象。民眾對腎臟保健

缺乏正確的認知，仍需透過醫療院所及

媒體的宣導，協助民眾了解正確的腎臟

保健之道，進而建立有益健康的行為。

不迷失偏方的醫療，延緩末期腎臟病之

發生，更可以減少許多醫療支出，期許

預防勝於治療的腎臟保健觀念，真正落

實於生活中。

樹木綠蔭的大安森林公園，在六月

天的午後艷陽高照，護理人員汗流浹背

的忙著發氣球、量血壓、填問卷，還耐

心地對民眾們做保健衛教諮詢，洪主任

體恤護理人員的辛勞，打點冰品慰勞她

們，醫護之間祥和歡喜，就如郭醫師分

享時說：「我們是一群合心、和氣、互

愛、協力的歡喜團隊！」(文．圖／朱

文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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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用心耕植福慧田

感恩歡喜慶豐收

六月十七日

霽日光風，草木欣欣，節氣已近夏至

之際，幾經日前連日滂沱大雨之後，位

於嘉南平原田中央的大病院裡，樹梢林

間蟬鳴鳥唱，到處充滿生機。週遭原本

綠油油的稻田，不知何時早已黃澄澄地

遍滿大地，只見務實辛勤的農夫忙於收

割稻米，從插秧以來一路上殷殷期盼，

用心照料，就彷彿是對待兒女般的拉拔

與期許。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由院內醫護行政

同仁共同插下的秧苗，在工務室同仁及

地主阿伯的照顧之下，今日已是稻穗飽

滿低垂。堅韌的稻作，未受連日豪大雨

打擊，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對天空展現

著自在豐滿的風情。

昔時辛勤栽種，今日感恩收成

午后陽光普照大地，氣候稍許悶熱，

於感恩樓一樓的四十週年慶醫療館內，

簡守信副院長與林名男醫師，剛結束對

院內委員慈誠分享印尼日惹市海外震災

行記，接著立即分配農務用具（雨鞋、

手套、斗笠等），大家神情愉悅按步就

班，不一會兒功夫就整裝齊備，興致勃

勃地準備收割當初眾人辛勤栽植的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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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這一行人中，包含了簡副院長、林

媽媽(林俊龍院長夫人)、簡媽媽(簡副院

長夫人)、游媽媽(游副院長夫人)、十餘

位大醫王及護理、行政、工務同仁及眷

屬。其中急診室的行政同仁陳鳳玲，帶

著新婚不久的夫婿一同參與，醫師辦公

室陳弘美組長推著娃娃車也來割稻，而

護理部呂欣茹主任更帶著全家大小一起

植福田。

浩蕩隊伍排成兩列，換下白袍的醫師

和大家一樣化身農夫，有趣的是，從來

也沒有人見過割稻還得排隊行進，的確

是深具慈濟人文的農耕隊！就在簡副院

長的領隊下，大家歡喜地朝著位於醫院

西側生態池旁的田裡去。

體驗收割　深耕足跡 

穿過田埂小徑，映入眼簾的是滿滿三

分田地的稻穗飽滿低垂著，大家開心地

笑了起來，青草伯鄒清山立即傳授割稻

方法給簡副院長及眾人，並要大家注意

安全。

中醫科林正德醫師，由於曾經中風

造成手腳動作不太靈便，原本還在田邊

猶豫自己是否要一起下田割稻，最後還

是滿心歡喜地下田了。生長在屏東縣枋

寮鄉的林正德醫師，過去家中務農，從

小學六年級就開始下田耕作，但如今已

近乎三十年未曾從事農務了，田間的味

道帶回許多年少時的記憶，一時似乎遺

忘了自己身上的病痛，抱著割下來的稻

作，開懷地笑個不停。

有割稻經驗的不只林醫師一人，中醫

科葉明憲醫師，在這群半調子農夫中，展

現出俐落非凡的身手，「唰！唰！唰！」

稻子一把又一把，在他手下迅速躺平。原

來同是屏東人的葉醫師，小時候也很會處

理農事呢！葉醫師所在的田地，永遠比其

他人更快被剷平，當大夥兒都已經汗流浹

背、氣喘噓噓時，葉醫師還埋頭田裡，不

肯輕易結束這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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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旁的神經內科馮清世主任，在

年初下田插秧時，可是同仁之中速度最

快的一個，當別人問他：「是插秧辛苦

還是割稻辛苦啊？」他滾著滿臉汗珠，

不假思索地回答：「都很辛苦！」不過

他的神情卻始終帶著一抹幸福的微笑。

這時外科林俊宏醫師卻已快「體力不

支」了，夏日夕陽熱力依舊，蒸著每個

人的身體「大粒汗、小粒汗」，心臟砰

砰跳個不停，分不清落在地上的是汗水

多、還是稻穀多。在早春的「冷田水」

裡彎腰插秧、在仲夏的暖斜陽裡曲身收

割，林醫師採擷著當初自己親身栽下的

作物，心裡有著說不出的感動，而對於

這粒粒米的來處，更有著深刻的感恩。

下田不久，大家漸漸懂得割稻的「撇

步」了，速度愈來愈快，汗水淋漓但笑

容依舊。「辛苦」，是每個人對農民生

活的共同體會。

雖然三分田地，由人工收割的只佔其

中一部份，然而當大家抱起金黃的稻穗

往割稻機送去，機器繼而送出金色的稻

雨，漸漸堆積出一座小榖山時，所有人

的興奮與感恩之情全寫在臉上。流著滿

身大汗的醫事室主任劉鎮榮說：「今晚

一定要多吃ㄧ碗飯才行。 」
在歡喜的收成之後，大家除了在鞋底

留下厚厚的泥土之外，皮膚更是被微細

毛絮搔得奇癢無比，也讓這一場農務體

驗，在每個人身上留下難忘的印記。

三分土地　十分用心

這三分土地，大家可以說是「十分用

心 」，全程採用有機栽培法。光是三

分地就將近運了二十部貨車的高麗菜葉

做為有機肥。地主阿伯在田邊種植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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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儘管挖竹筍時蚊子密佈，他還是

連一點驅蟲藥都不敢噴，只怕農藥隨風

「飄」到有機田裡，壞了稻米的品質與

名聲。

阿伯們打開榖殼，「秀」出透明飽滿

的米粒，得意地對簡副院長說：「恁看

恁看，這米生得真水（真漂亮）哩！」

不過正因為稻米從插秧到收割都未噴灑

農藥，免不了有些病蟲害，少部分稻米

染了稻熱病，稻梗乾枯導致養份循環不

良，米粒而較不飽滿，而乾枯的稻梗還

造成機器切割不易，而導致機器故障

呢。

雲嘉地區鄉親多以農務為生，醫者

仁心能夠了無身段親身體驗，在曲身彎

腰之際，自然而然更能夠體解鄉親的病

痛。從插秧到收割，簡副帶領著同仁有

著如此深切的體悟，經由這樣的過程，

醫療團隊更加貼近鄉親的心，而這飽滿

的稻米，將送回精舍及與同仁們共享，

以無盡感恩的心情，回報長養生命的每

個眾生、以及辛勤付出的每一個過程。

（文．圖／謝傳忠、何姿儀）

花蓮
健檢擺脫腦瘤威脅

六月九日

影像醫學部副主任李超群醫師在預防

醫學中心為來眾做健康檢查時總會告訴

他們：車子必須定期保養，如果沒有保

養是不准上路的，我們人也要有這個觀

念，定期做健康檢查，才能及早發現及

早治療。

今天在合心七樓就遇到一個「好」例

子。

做志工 順便健檢

來自中區的葉榮宗師兄是中區合心精

進幹事，他家師姊張素真是新田一區合

氣副組長，兩人每天做慈濟忙得不亦樂

乎。五月上旬，接到通知回慈院做三心

健檢，葉師兄算一算時間，覺得剛好可

以參加四十周年慶及到慈院做志工，於

是就「順道」回來做健檢。

健檢後，他忙著做志工，而他家師姊

也因為輪值潭子園區香積組的關係，兩

人都不在家。就在這一對夫妻忙著歡喜

做慈濟時，健檢中心的人員可是急得焦

頭爛額，電話不斷找人，不是打不通就

是沒人接，真正聯絡上時，已是五月下

旬的事了。

不覺有病痛 幸好檢查出病灶

一得知慈院來電催得急，葉師兄還是

不以為意，因為他不覺得身上有任何病

痛，頂多是做志工回來覺得比較疲憊而

已。於是夫妻兩人買了來回票，準備複

檢之後就要回家做慈濟……

誰知，就這樣被醫師留了下來。原

來葉師兄的腦下垂體瘤已長到三公分大

了，不能再拖了。

五月三十住院，六月五日動手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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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第五天，雖然葉師兄還不能下床，

但是頭上一點傷口也沒有，原來是慈院

的高科技儀器及大醫王的醫術幫了大

忙。

「感恩上人照顧我們的慧命，又照顧

我們的身命！」葉榮宗師兄及張素真師

姊一再重覆的表示著。

醫療除瘤 法親送愛

優質的醫療團隊還給了他一個健康

的身體，而法親之間的愛給了葉師兄很

大的祝福，除了常住志工的膚慰，還有

來自中區師兄師姊們的關懷，他們不只

專程前來加油打氣，拜經時也會為他回

向，潭子園區每個月一次的朝山也會為

他回向，志工法親的關懷，讓他「壓力

很大」，因為「承受得太多，付出的太

少」，他說：「今後將更加努力，獻身

命回報上人。」

素真師姊透露：「師兄麻醉藥一退，

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師姊，而是爐香讚

還記不記得？等他哼唱一遍，確定無

誤，又唱了一段『靜寂清澄，志玄虛

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確定自己

是意識清楚的。」

聽著這一席話，又回想剛剛葉師兄說

的，「承受得太多，付出得太少」，這

些話語實在是謙稱之辭，光是他在意識

恢復之際，想到的是慈濟志業上的「任

務」是否還能勝任時，那種「功夫」能

有幾人做得到？實在是葉師兄做得夠

本，緣結得夠深，才能得到那麼多人給

他的祝福與關懷啊！

遇事不慌  轉念安心

一進來時葉師兄就表示，進開刀房前

還有點擔心，因為邱琮朗醫師很詳細的

解說動手術的優缺點，所以擔心術後會

不會有什麼後遺症，而此刻才明白，原

來他擔心的不是自己的身體，而是後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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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會不會阻礙他的慈濟路。

不過，精進的慈濟人就是不一樣，

在還沒進開刀房之前，他已經轉念將心

安了下來，因為他知道，既然來了，就

要把心交給菩薩，把身體交給醫師，於

是他心裡默唱著日前剛在四十周年慶

時學到的歌曲「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葉師兄就在這個歌聲的陪伴下

進入無意識狀態。

素真師姊表示：「好在我們有做慈

濟，遇到事情時，不會那麼惶恐，有上

人精神支持，有志工一起祝福。」

在慈院做過志工，看了不少危急病

例的葉師兄也感恩的表示：「沒參加健

檢，不會知道自己的瘤已長得那麼大。

感恩有因緣參加健檢，及早發現及早治

療，不必等到瘤漲破了，不必等到症狀

出現，造成無法彌補時才治療，減少了

許多不必要的折磨，福報真是大。」

(文．圖／程玟娟)

慈濟人不是給人尊敬的

——訪謝黃晏月阿嬤師姊

六月十三日

「一時『病痛』不免怨嘆，一時『災

厄』不免膽寒，『哪是有信心，不怕病

來磨』……，『醫師護士』照起工來

『看』……」大愛樓五東病房傳出歌

聲，那是吳李秀英師姊唱著慈濟版本的

「愛拚才會贏」給謝黃晏月阿嬤聽。

志工巧思 編手指謠助復健

接著加入陣容的陳璧煌師姊也和吳

李秀英師姊一起唱手指運動版的「望春

風」給阿嬤聽，這首歌的歌詞可真好

背，總共只有七個字，那就是「一、

二、三、四、五、六、七」，全首從一

唱到七，再從七唱到一，聽起來實在太

容易。一開始還不懂師姊唱這首歌的用

意何在，當師姊陪著阿嬤一起動手指

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首專門為

動動手指而創新的歌詞，而前一首改編

版鼓舞病患的「愛拚才會贏」，在志工

的帶動下，也唱開了病患鬱悶的心。不

知道誰這麼有創意，實在真是了不起。

而更了不起的是躺在床上的患者謝黃

晏月阿嬤，八十五歲的她，也是克難慈

濟功德會時代的一員，雖然她至今仍只

是榮譽董事的身份，但是對於慈濟的理

念，對上人的護持卻是那麼的用心、那

麼的真。

阿嬤不敢穿制服的故事

「做慈濟不能冷下來。」這是第一句

阿嬤師姊送我們的話。「站在上人身邊

沒什麼了不起，能看上人的樣來做才了

不起。」

接著阿嬤師姊的女兒謝麗珠說了一段

阿嬤不敢穿慈濟制服的故事。以前阿嬤

會穿慈濟制服出門，在公車上，大家都

會讓坐給她，幾次之後，她再也不穿制

服出門了。

問阿嬤這樣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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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呢？阿嬤的回答又讓我們更加慚愧。

她說：「慈濟人要尊敬別人，不是給人

尊敬的。」

聽了阿嬤師姊的一席話，我們忍不

住說出：「阿嬤的話讓我們好慚愧又好

感動。」已經上了年紀、受著病痛折磨

的阿嬤師姊，想都不用想就回答我們：

「不感動，應該做的。」言簡易賅的

話，又是當下棒喝。

阿嬤師姊雖然沒給

上人授證，但是她的

心是那麼的明澈，那

麼的清楚。在她身上

又印證了上人所教我

們的：「用心就是資

深。」

吳 李 秀 英 師 姊 表

示，每次和阿嬤說起

慈濟，她整個眼睛都

亮了起來。而且每次

來看阿嬤，阿嬤總也

會告訴志工「愛拚才

會贏」。

不知怎麼談著，阿

嬤突然以食指指著她

的女兒表示，「儉儉

仔用，我好妳做榮董

（台語。意思是錢省著點，我讓妳當榮

董）。」謝麗珠師姊表示，每年媽媽過

生日，姪子謝易衡（已授證慈誠），都

會給媽媽十萬元。阿嬤師姊的意思就是

要用孫子孝敬的生日禮物，成全女兒做

榮董。

「做慈濟，心才不會偏。」在阿嬤的

智慧話語中，我們都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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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吳李秀英師姊（左）

與陳璧煌師姊邊唱改編版的

「望春風」，邊教阿嬤師姊

做手指運動。

左下：謝黃晏月阿嬤師姊在

志工的互動下，高舉右手表

示：「愛拚才會贏。」


